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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概况

哲学是人类认识史上最古老的学问之一，属于人文学科，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

的普遍认识与一般方法的理论学说，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是时代精神

的理论结晶。哲学立足于人类的生活实践，注重理论思维，强调对人类思想与行为的反思和批判。

作为基础性学科，哲学对公民素质培育、民族精神塑造和文化传统的传承与创新，都起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

辽宁大学哲学院前身为辽宁大学哲学系，始建于 1958 年，1959年正式开始招生，下设一个本

科专业：哲学专业，为教育部本科特色专业。学院于 1981年获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和外国哲学专

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年获批中国哲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3年获批美学专业硕士学位授予

权，2006年获批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和逻辑学、伦理学、宗教学、科学技术哲学硕

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获批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学院于 2020 年获批国家级

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022年获批辽宁省高校“三全育人”综合改革示范院建设单位。

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29人，其中教授 10人，博士生导师 8人，硕士生导师 19人，已形成三个重

要研究方向：西方形而上学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中国传统哲学与东方哲学。

专业特色：

1.以哲学专业人才需求为导向，使学生在系统掌握专业知识的基础上，大幅度提升科研能力、

社会实践能力、终身学习能力和人文素养水平。

2.以“新文科”建设为方向，推动哲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其它学科和自然科学的深度交叉融合，

为学生提供综合性的跨学科学习，达到专业知识的扩展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使学生具备更广阔的学

术视野和更全面的知识结构。

3.以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使学生具备通过深入的理论研究和独特的思维方式，为地

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战略规划的能力，培养面向社会发展、服务社会需求的专业复合型

人才。

二、培养目标

哲学专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培养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扎实的哲学专业基础知识，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宽广的国际视野，良好的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能力，善于合作的团队意识和一

定的创新、创业能力，能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机构从事教学、科研、管理、宣传、

文秘等工作的专业复合型人才。



要求毕业五年的毕业生：

1.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的历史与理论，以及逻辑学、宗教学、伦理

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东方哲学等领域的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哲学及相关学科理

论前沿和发展动态；了解当代世界和中国重大历史现实。

2.具备创造性地学习哲学专业知识能力；具备将所学哲学理论和思维方法用于处理具体问题的

实践能力；具备能够以哲学思维方式进行理论研究的创新能力；具备较强的专业文献阅读能力和表

达能力；具备较强的外语听说读写能力。

3.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家国情怀和人文素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同情心；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道德修养和对人类社会、自然环境、人

类命运的深切关怀。

三、毕业要求

哲学专业本科生通过专业学习须完成规定的课程并达到学分要求，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学术延

展能力，拥有独立科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

1.掌握专业基础知识和学术延展能力

1-1系统掌握哲学学科的基本内涵及特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

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各哲学二级学科的概念框架和知识体系；

1-2了解哲学思想史，包括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和哲学流派的发展，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

会、文化背景等；

1-3知晓国内外哲学界重要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2.拥有独立科研能力和社会实践能力

2-1具备独立进行哲学学术研究的能力，包括文献收集、文献阅读和撰写学术论文等；

2-2具备运用哲学原理分析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现实问题的能力；

2-3具备哲学语言文字表达能力，能够在课程、学术会议、专题报告等场合流畅表达自己的哲学

观点；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和理论创新能力；

2-4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能够阅读哲学外文文献。

3.具有较高人文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

3-1尊重多元文化和不同的哲学观点，坚守学术底线；

3-2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道德素养；

3-3具备求真务实、积极进取、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等；

3-4塑造终身学习意识，适应知识更新换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四、主干学科

哲学。

五、核心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下）、中国哲学史（上、下）、西方哲学史（上、下）、哲学概论、

东方哲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现代哲学、现代西方哲学、逻辑学、宗教学、伦理学、



美学、科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

六、学制与修业年限

基本学制 4年，修业年限（含休学时间）3至 7年。鼓励学生创新创业，允许学生根据创业

需求调整学业进度。鼓励学生具有海外学习经历。

七、学分要求

本专业学生在学期间最低修满 164学分，其中必修 124学分，选修 40学分。

八、授予学位

哲学学士学位。

九、课程介绍

1.学科通选课程介绍

文学经典导读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lassics

课程编号：012036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精选文学经典名篇，指导学生阅读经典，提升学生鉴赏水平。内容包括何为经

典、怎样阅读经典、经典作家概观、经典文本细读等等。

中外文明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orld Civilizations

课程编号：022485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中外文明史是为人文和社科学科本科生设立的通选课，由简明中国历史和简明

世界历史组成。课程概括地讲述从先秦到当代中国的简要历史过程，主要发展脉络，重要

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世界从上古到当代的简要历史发展过程，主要国家和地区的重要历史

事件和人物，全球历史的发展规律；培养学生的历史意识、历史思维。

2.学科基础课程介绍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下）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006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编号：032007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遵循历史发展的线索，通过对时代背景与经典著作的分析，先后讲述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形成及其在欧洲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等国家的传播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同时介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思想进程，以及后继者

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本课程有助于掌握马

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思想

的发展逻辑及其现实作用。



中国哲学史（上、下）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303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编号：032304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中国哲学史是研究中国哲学思想发生、发展及其规律的学科。课程主要讲授从

先秦到清代时期中国哲学的发展状况，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中国哲学中关键性概念、

范畴的产生、发展以及演变；2.中国哲学中主要学派、主要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3.

中国哲学中重要史料的介绍、阅读与分析。本课程旨在使学生清晰地掌握中国哲学的基本

内容，把握中国哲学思维的方式和特征。

西方哲学史（上、下）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305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编号：032306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这门课程讲述西方哲学从古希腊哲学至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德国古典哲学两

千多年的思想历程，揭示其基本概念，范畴演变过程及其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使学生清

晰地掌握西方哲学的基本内容，把握西方哲学思维的方式和特征。

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301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本门课程以全部哲学史和当代哲学发展为基础，在对“哲学是什么”的深入追

问中，使初学哲学的人在进入哲学分支学科之前对哲学有比较全面地了解，以便进入哲学

思考。这门课程对提高哲学专业以外的本科生的人文素质也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东方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astern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3253 学分：3 学时：48

课程内容：本课程立足中国传统，从跨文化视野出发，从宏观上介绍东方三大哲学传统（中

国、印度、阿拉伯）的起源、发展、传播及其根本精神与现代化历程。以佛教之外的印度

哲学、中国之外的东亚哲学及阿拉伯-伊斯兰哲学的根本经典、主要流派、重要学说为重点，

并从总体上讨论东方哲学三大传统之间及东西方哲学之间的差异与互动，总结与展望东方

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对世界哲学的重要贡献。



3.专业主干课程介绍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302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是哲学专业本科学生的专业主干课，系统讲授马克思和恩

格斯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阐释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这门课程包括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知识板块，主要讲授哲学基本问题、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实践

的本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和规律、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认识的本质和结构、真

理和价值的关系等内容。课程任务是引导哲学专业学生掌握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唯物主义

与历史唯物主义有机统一的世界观体系的基本原理，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

值观，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和实践能力。

中国现代哲学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013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中国现代哲学主要讲授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哲学在中西古今哲学思想的冲

突与融合中形成现代中国哲学理论的思想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众多哲学理论与

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交互作用及其影响。本课程选用教材为宋志明著《中国现

代哲学通论》，本书把从 1919年到 1949年的中国哲学史看成一段完整的断代史，从整体

的角度来把握，将主要内容概括为现代新儒家、中国实证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三大

思潮。基本是以人物为主题，平均分配课时。

现代西方哲学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012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本课程主要讲授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各主要流派、思潮和代表人物的

理论及其发展脉络，具体内容分为三个部分：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非理性主义、新康

德主义、经典实用主义；二十世纪欧陆哲学的现象学、解释学、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二十世纪英美的分析哲学，包括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以及

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学派和新实用主义等。课程旨在使学生系统地理解和掌握各哲学

流派的理论观点和特征，树立问题意识以及培养理性思维能力。

逻辑学

Logic

课程编号：032311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从语义和证明的两个维度对命题逻辑和一阶谓词逻辑进行学习，并对逻辑学在

日常生活，哲学研究以及计算机技术中的运用进行介绍。本课程里，会对命题逻辑和一阶

谓词逻辑经典语义学进行学习，增进学生对逻辑中“真”的概念的理解。此外，本课程也

会对上述逻辑的希尔伯特风格公理系统，自然演绎，相继式计算等体系进行初步的学习，

从而增进学生对逻辑中“证明”的概念的理解。在课程的后段，本课程会学习“真”与“可

证明性”的可靠性和完备性证明。

宗教学

Religious Studies

课程编号：032014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宗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内容，广泛渗透到哲学、艺术、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

宗教学兴起于十九世纪末，并分化为宗教哲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等学科门类。通

过本门课的学习，帮助学生获得必要的宗教学基本知识，了解世界宗教的基本情况，树立

起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通过对宗教四要素的分析以及宗教的起源与发展的论述，把握宗

教的本质；通过宗教与政治、经济、科学、哲学、艺术、道德等领域的相互作用，全面了

解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并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把握宗教的演变趋势。使学生了解和掌握

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内容，并能根据其原理、方法进行分析和解决实际问

题，同时深化对哲学的学习。

伦理学

Ethics

课程编号：032307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伦理学是一门关于道德的学科。它既是哲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又与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及其他人文科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伦理学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涉及中外伦理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中国

化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伦理学基础理论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等

内容，有助于我们明确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调节社会伦理秩序、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及提高公民道德素质。

美学

Aesthetics

课程编号：032308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美学课程是对人类审美现象的系统讲述，旨在研讨有关审美和艺术活动的一系

列理论学说，包括审美活动的性质、审美的起源、审美心理、艺术规律、审美人生等方面

的系统知识。同时，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或一门精神现象学，从精神哲学的视角来揭



示现实生存与审美世界的关联性，指明了以艺术和审美活动超越现实而达到自由境界的途

径，从而为人的精神解放提供理论指南。此外，美学课程还具有“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的

实践价值，可以培育学习者的审美修养、道德情操和人文智慧。

科学技术哲学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课程编号：032329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科学技术哲学是从哲学角度考察科学技术的一门学科，旨在使学生了解科学技

术的发展及其对哲学思想的影响，以及哲学在科学技术发展中的作用。科学技术哲学以科

学技术活动和科学技术理论为研究对象，主要讲授科学技术的本质、科学知识的获得和检

验、科学的逻辑结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等有关科学技术认识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的基

本问题。

政治哲学

Political Philosophy

课程编号：0323142 学分：2 学时：32

课程内容：政治哲学是一门研究人类政治生活中的基本原则和本质规律的学科，本课程采

用专题讲述的方式，通过经典文献研读与案例分析，探讨国家的本质、权力的来源和行使、

正义的概念与实践、自由和平等的意义与局限、财产权与应得、个人权利与政治义务等重

要议题。让学生理解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和问题意识。



十、课程设置及学分分配

课程平台 课程类别

理论教学学分 实践教学学分

合计
学分

占比必

修

选

修

小

计

必

修

选

修

小

计

通识教育

课程平台

（56学分）

通识教育必修课程 37.5 37.5 14.5 14.5 52

34.1%通识教育选修课程 4 4 4

小计 37.5 4 41.5 14.5 14.5 56

学科教育

课程平台

（30学分）

学科通选课程 6 6 6

51.2%

学科基础课程 24 24 24

小计 30 30 30

专业教育

课程平台

（54学分）

专业主干课程 18 18 18

专业方向课程 36 36 36

小计 18 36 54 54

实践教学平台

（20学分）

学科基础实验/实践 3 3 3

12.2%

综合实验/实践 2 2 2

专业实验/实践 6 6 6

创新实验/实践 2 2 2

各类实习 2 2 2

毕业论文（设计） 5 5 5

小计 20 20 20

交叉学科平台

（4学分）

跨专业课程 4 4 4
2.4%

小计 4 4 4

学分总计 89.5 40 129.5 34.5 34.5 164

学分占比 54.6% 24.4% 79.0% 21.0% 0.0% 21.0% 100.0%



十一、教学计划表
1．通识教育课程平台

通识教育课程平台统一修读56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
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实践 开课学期
考核
方式

修读要求

通

识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通识教

育必修
课程

2210123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3 48 3 理论 1 考试

统一修读课
程

（52学分）

2210113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2+1 64 2 理论+实践 2 考试

2210153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3 48 3 理论 3 考试

2210183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2+1 64 2 理论+实践 4 考试

2210193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3 48 3 理论 5 考试

2210182 形势与政策 必修 2 32 2 理论 1-4学期 考查

* “四史”类课程组 选择性必修 2 32 2 理论 循环开设 考查

* 美育与公共艺术课程组 选择性必修 1+1 48 2 理论+实践 考查

3710072 劳动教育 必修 0.5+1.5 56 2 理论+实践 5 考查

2210011 国家安全教育 必修 1 16 2 理论 1 考察

2310052 军事理论 必修 2 36 2 理论 2 考试

2310082 军事技能 必修 2 14天 实践 1 考试

* 体育 必修 4 144 2 实践 1-4学期 考试

4010011 健康教育 必修 1 16 2 理论 1/2学期 考查

3710112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2 32 2 理论 1 考查

* 大学外语（通用外语、实用外语、跨文化交际）/第二外语 必修 8 128 2 理论 1-4学期 考试

* 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文化、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应用） 必修 2+2 96 4 理论+实践 1-2学期 考试

2410132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2 32 2 理论 1-2学期 考查

2401002 创新创业学分转换 必修 2 实践 考查

3710080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0.5 16 2 理论 1 考查

3710100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0.5 16 2 理论 6 考查

通识教

育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选修 2 32 2 理论 循环开设 考查 本专业学生
需修读“文学

与艺术 ”和 “
数学与自然
科学”两类通

识教育选修
课程，最少
修读4学分

社会科学 选修 2 32 2 理论 循环开设 考查

文学与艺术 选修 2 32 2 理论 循环开设 考查

数学与自然科学 选修 2 32 2 理论 循环开设 考查

现代技术与应用 选修 2 32 2 理论 循环开设 考查

语言学习与写作 选修 2 32 2 理论 循环开设 考查

合计 52+4

带“*”的课程编号分别为：大学英语（一）～（四）为2111012、2111022、2111032、2111042；大学日语（一）～（四）为2112012、2112022、2112032、2112042；大学俄语

（一）～（四）为2113012、2113022、2113032、2113042；体育（一）～（四）为2310011、2310021、2310031、2310041；大学计算机（应用基础）为2410092、大学计算机

（VB程序设计）为2410102、大学计算机（Python语言程序设计）为2410112、大学计算机（多媒体应用）为2410122



学院名称：哲学院
专业名称：哲学
英文专业名：Philosophy
2．学科教育课程平台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学科教育课程要求修读不少于30学分。其中，学科通选课程6学分，学科基础课程24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学

科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学科通选课程

（6学分）

0120363 文学经典导读 Introduction to Literary Classics 必修 3 48 3 理论 2 考查 否 否 否

0224853 中外文明史
History of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必修 3 48 3 理论 3 考查 否 否 否

小计 6 96

学科基础课程

（24学分）

032006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必修 3 48 3 理论 2 考试 否 否 否

0320073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下） History of Marxist Philosophy 必修 3 48 3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0323033 中国哲学史（上）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必修 3 48 3 理论 1 考试 否 否 否

0323043 中国哲学史（下）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必修 3 48 3 理论 2 考试 否 否 否

0323053 西方哲学史（上）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必修 3 48 3 理论 1 考试 否 否 否

0323063 西方哲学史（下）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必修 3 48 3 理论 2 考试 否 否 否

0323013 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必修 3 48 3 理论 1 考试 否 否 否

0323253 东方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Eastern 

Philosophy 必修 3 48 3 理论 4 考试 否 否 否

小计 24 384
合计 30 480

3．专业教育课程平台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专业教育课程修读不少于54学分。其中，专业主干课程18学分，专业方向课程选修36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专业

教育

课程

平台

专业主干课程

（18学分）

032302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Principles of Marxist Philosophy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试 否 否 否

0320132 中国现代哲学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必修 2 32 2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0320122 现代西方哲学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必修 2 32 2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0323112 逻辑学 Logic 必修 2 32 2 理论 3 考试 否 否 否

0320142 宗教学 Religious Studies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0323072 伦理学 Ethics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专业主干课程
（18学分）

0323082 美学 Aesthetics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0323292 科学技术哲学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0323142 政治哲学 Political Philosophy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小计 18 288

专业方向课程

（36学分）

0320192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Classical Readings of Marxist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122 国外马克思主义原著导读
Introduction to Foreign Marxist 

Works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132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Study of Marxist Political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142 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Japanese Marxism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152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 Study of Frankfurt School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162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Study of Marxist Theory of  

Religion 选修 2 32 2 理论 7 考查 否 否 否

0331172 生态马克思主义 Ecological Marxism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182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Chinese Marxist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0331222 先秦子学原著导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Pre-Qin 
Philosophers' Original Works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4062 道家哲学原著导读
Guided Readings of Taoist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232 经学原著导读
Introduction t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242 宋明理学原著导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Original 

Works of Song 
and Ming Neo Confucianism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342 近现代中国哲学专题研究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0320842 佛教哲学 Philosophy of  Buddhism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452 日韩哲学
Japanese and Korean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382 印度哲学 Indian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392 东方艺术美学 Oriental Art Aesthetics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专业方向课程
（36学分）

0331482 东西宗教文化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y of  Eastern 
and Western Religious Cultures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4072 古希腊哲学原著导读
Guided Readings of Greek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4082 欧洲近代哲学原著导读
Guided Readings of Modern 

European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24022 德国古典哲学原著导读
Classical Readings of German 

Idealism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552 康德哲学研究 Studies of Kant's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692 谢林哲学研究
Studies of Schelling’s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492 现象学概论 Introduction of Phenomenology 选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0334092 现代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Guided Readings of 
Com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592 后现代哲学研究
Postmodern Philosophy 

Research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612 西方政治哲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21502 中国伦理思想史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21512 西方伦理思想史 History of Western Ethics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21702 中国美学史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20832 西方美学史 History of Western Aesthetics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622 分析哲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of Analytic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632 艺术人类学 Anthropology of Arts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642 审美与艺术鉴赏 Aesthetic and Art Appraisal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专
业
教
育
课
程
平
台

专业方向课程
（36学分）

0331652 谢林黑格尔艺术哲学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Schelling’s and Hegel’s 

Philosophy of Art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662 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Studies of Confucian Political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672 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引论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Research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Phenomenology

选修 2 32 2 理论 6 考查 否 否 否

0331682 跨文化哲学比较研究
Comparative Studies of 

Cross-Cultural Philosophy 选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0331712 哲学英文原著选读
Selected Readings of 

Philosophical Original works 选修 2 32 2 理论 7 考查 是 否 否

小计 78 1248
合计 96 1536

4．实践教学平台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实践教学平台修读不少于20学分。学科基础实验/实践3学分，综合实验/实践2学分，专业实验/实践6学分，创新实验/实践（综合

性、设计性、研究性实验）2学分，各类实习、毕业论文（设计）7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实

践

教

学

平

台

学科基础实验/
实践（3学分）

0323011 哲学写作及实训
Philosophy Writting and 

Practicals 必修 1 32 2 实践 3 考查 否 否 否

0323152 哲学思维方式训练
Training of the  Philosophical 

Thinking 必修 2 64 4 实践 2 考查 是 否 否

小计 3 96

综合实验/实践

（2学分）

0323021 学年论文Ⅰ Academic Year ThesisⅠ 必修 1 32 2 实践 4 考查 否 否 否

0323031 学年论文Ⅱ Academic Year ThesisⅡ 必修 1 32 2 实践 6 考查 否 否 否

小计 2 64

专业实验/实践

（6学分）

0334122 社会发展与哲学实践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hilosophy Practice 必修 2 64 4 实践 3 考查 否 否 是

0323182 哲学学术活动实训
Practical Training of  

Philosophical Academic 
Activities

必修 2 64 4 实践 4 考查 否 否 是

0323192 社会真实问题的哲学评论
Societal Real Issues: 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必修 2 64 4 实践 5 考查 否 否 是

小计 6 192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实
践
教
学
平
台

创新实验/实践

（2学分）

0323202 创新创业活动实训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Practical Training 必修 2 64 4 实践 7 考查 否 否 是

小计 2 64

各类实习

（2学分）

0323212 毕业实习 Graduation Practice 必修 2 64 3 实践 8 考查 否 否 否

小计 2 64

毕业论文（设
计）

（5学分）

0323215 毕业论文 Graduation Thesis 必修 5 160 10 实践 8 考查 否 否 否

小计 5 160

合计 20 640

5．交叉学科课程平台

根据专业的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跨专业课程修读4学分。

课程
平台

课程类型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 课程英文名称
课程
性质

学分
总

学时
周

学时
理论/
实践

开课
学期

考核
方式

全英
授课

辅修
专创
融合

交叉
学科
课程
平台

跨专业课程

（4学分）

0323222 历史与哲学 History and Philosophy 必修 2 32 2 理论 4 考查 否 否 否

0323232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实践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ory and Practice 必修 2 32 2 理论 5 考查 否 否 否

小计 4 64

合计 4 64



十二、毕业要求与培养目标对应关系矩阵

专业毕业要求对人才培养目标的支撑矩阵，在该矩阵中用特殊字母表示对于每项培养目标达成关联度最高的毕业要求。H代表高支撑，M代表中支撑，

L代表低支撑。

毕业要求
培养目

标 1
培养目

标 2
培养目

标 3
毕业要求

1
掌握专业

基础知识

和学术延

展能力

指标 1-1 系统掌握哲学学科的基本内涵及特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逻辑学、

宗教学、伦理学、美学、科学技术哲学、政治哲学二级学科的概念框架和知识体系
H H

指标 1-2 了解哲学思想史，包括重要哲学家的思想和哲学流派的发展，以及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

文化背景
H M

指标 1-3 知晓国内外哲学界重要的理论前沿和发展动态 H

毕业要求
2

拥有独立

科研能力

和学术实

践能力

指标 2-1 具备独立进行哲学学术研究的能力，包括文献收集、文献阅读和撰写学术论文 M M

指标 2-2 具备运用哲学原理分析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现实问题的能力 H

指标 2-3 具备哲学语言表达能力，能够在课程、学术会议、专题报告等场合流畅表达自己的哲学观点；

具备较强的自主学习和理论创新能力
M H

指标 2-4 具备一定的外语能力，能够阅读哲学外文文献等 M L

毕业要求
3

具有较高

人文素养

和终身学

习能力

指标 3-1 尊重多元文化和不同的哲学观点，坚守学术底线 H

指标 3-2 拥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与人文道德素养 M L

指标 3-3 具备求真务实、积极进取、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等 H L

指标 3-4 塑造终身学习意识，适应知识更新换代，社会发展的需要 M L



十三、课程体系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矩阵

课程对毕业要求的支撑矩阵，在该矩阵中用特殊字母表示对于每项毕业要求达成关联度最高的课程。H代表高支撑；M代表中支撑；L代表低支撑。

课程平台与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修读

方式

毕业要求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毕业

要求
2-1

毕业

要求
2-2

毕业

要求
2-3

毕业

要求
2-4

毕业

要求
3-1

毕业

要求
3-2

毕业

要求
3-3

毕业

要求
3-4

通识教育

课程平台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思想道德与法治 必修 L L M L M H H M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必修 M M H M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必修 M M L M L H M M L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必修 L M L M M M H M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概论
必修 L M L H M M H M

形势与政策 必修 M H H M M

“四史”类课程组

选择

性

必修

M M M H M L

美育与公共艺术课程组

选择

性

必修

L L M H M M H

劳动教育 必修 L L H M L

国家安全教育 必修 L L H L L

军事理论 必修 M L H L L

军事技能 必修 L L L L L

体育 必修 L M L L

健康教育 必修 L L L H M M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 必修 L L M H H M



课程平台与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修读

方式

毕业要求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毕业

要求
2-1

毕业

要求
2-2

毕业

要求
2-3

毕业

要求
2-4

毕业

要求
3-1

毕业

要求
3-2

毕业

要求
3-3

毕业

要求
3-4

通识教育

课程平台

通识教育

必修课程

大学外语（通用外语、实

用外语、跨文化交际）/
第二外语

必修 H M H H L L

大学计算机（计算机文

化、计算机技术、计算机

应用）

必修 M L L M L

创新创业基础 必修 L H L L M H L

创新创业学分转换 必修 L L L L L M H L

职业生涯规划 必修 L H L M H H H

大学生就业指导 必修 L H L M H H H

通识教育选修

课程

人文科学 选修 L L L M M H M M

社会科学 选修 L L L M M H H M M

文学与艺术 选修 L M H H M M H

数学与自然科学 选修 L L L M L M L L

现代技术与应用 选修 L L L M L M L L

语言学习与写作 选修 L H L H H M L L

学科教育

课程平台

学科通选课程
文学经典导读 必修 L M M L H M L L

中外文明史 必修 M M M H M M L

学科基础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必修 H H M H H M H M L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下） 必修 H H M H H H M L

中国哲学史（上） 必修 H H M H H M H M

中国哲学史（下） 必修 H H M H H M H L



课程平台与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修读

方式

毕业要求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毕业

要求
2-1

毕业

要求
2-2

毕业

要求
2-3

毕业

要求
2-4

毕业

要求
3-1

毕业

要求
3-2

毕业

要求
3-3

毕业

要求
3-4

学科教育

课程平台

学科基础课程
西方哲学史（上） 必修 H H M H H M M L

西方哲学史（下） 必修 H H M H H M H L

哲学概论 必修 H M M H M M M M

东方哲学概论 必修 H M M M M M M L

专业教育

课程平台

专业主干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必修 H M M H M M M M

中国现代哲学 必修 H H M H H M H L

现代西方哲学 必修 H H H H H M H L

逻辑学 必修 H M M H M M M M

宗教学 必修 H M M H M M M M

伦理学 必修 H M M M M M M M

美学 必修 H M M H M M M M

科学技术哲学 必修 H M M M M M M L

政治哲学 必修 H M M M M H M L

专业

方向

课程

马克

思主

义哲

学模

块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

导读
选修 M L H L M H L M

国外马克思主义原著

导读
选修 M M H L M M M L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

究
选修 H M M H M M M M

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
选修 M M M M L M M L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 选修 M M M L M M M L



课程平台与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修读

方式

毕业要求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毕业

要求
2-1

毕业

要求
2-2

毕业

要求
2-3

毕业

要求
2-4

毕业

要求
3-1

毕业

要求
3-2

毕业

要求
3-3

毕业

要求
3-4

专业教育

课程平台

专业

方向

课程

马克

思主

义哲

学模

块

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

究
选修 M M H M M L L L

生态马克思主义 选修 M H M M L M L L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选修 M M M M L M M L

中国

哲学

与东

方哲

学模

块

先秦子学原著选读 选修 M M H M M L M M

道家哲学原著导读 选修 M L H M M M L L

经学原著导读 选修 M L H M M L M M

宋明理学原著选读 选修 M M H M M L M M

近现代中国哲学专题

研究
选修 M H M L M L M L

佛教哲学 选修 M H M L M M L L

日韩哲学 选修 M H M L M M M L

印度哲学 选修 M M H M L M L L

东方艺术美学 选修 M M M M L L M L

东西宗教文化比较研究 选修 M H M L L M L L

西方

哲学

模块

古希腊哲学原著选读 选修 M M H L M L L M

欧洲近代哲学原著导读 选修 M L H M M L L L

德国古典哲学原著导读 选修 M M H L M M M L

康德哲学研究 选修 M M M L H M M L

谢林哲学研究 选修 M M M L M M M L

现象学概论 选修 M L M L L L L



课程平台与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修读

方式

毕业要求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毕业

要求
2-1

毕业

要求
2-2

毕业

要求
2-3

毕业

要求
2-4

毕业

要求
3-1

毕业

要求
3-2

毕业

要求
3-3

毕业

要求
3-4

专业教育

课程平台

专业

方向

课程

现代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选修 M M H M L M L L

后现代哲学研究 选修 M H L M M M L L

西方政治哲学史 选修 M M M L M M M L

开放

学习

模块

中国伦理思想史 选修 H M M M L M L L

西方伦理思想史 选修 M H M L M M M L

西方美学史 选修 M H M M M L M L

中国美学史 选修 M M M L M L L

分析哲学导论 选修 M H L M M M L L

艺术人类学 选修 M M M M M M L L

审美与艺术鉴赏 选修 H M L M M L L

谢林黑格尔艺术哲学比

较研究
选修 M M M L M M L L

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选修 M M L M M L L

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

引论
选修 M H L M M L L

跨文化哲学比较研究 选修 M H M L M M L L

哲学英文原著选读 选修 M H M L M M L L

实践教学

平台

学科基础实验

/实践

哲学写作及实训 必修 M M H H M L M L

哲学思维方式训练 必修 M M H H L M L L

专业实验/实践 社会发展与哲学实践 必修 M L L M H M H M M

哲学学术活动实训 必修 M M H M H L M M



课程平台与课程性质 课程名称
修读

方式

毕业要求

毕业

要求
1-1

毕业

要求
1-2

毕业

要求
1-3

毕业

要求
2-1

毕业

要求
2-2

毕业

要求
2-3

毕业

要求
2-4

毕业

要求
3-1

毕业

要求
3-2

毕业

要求
3-3

毕业

要求
3-4

实践教学

平台

专业实验/实践 社会真实问题的

哲学评论
必修 M M H M L M L L

创新实验/实践 创新创业活动实训 必修 L L L H L M H L

各类实习、毕

业论文（设计）

学年论文Ⅰ 必修 M M M M L M L M

学年论文Ⅱ 必修 M H M H M L M

毕业实习 必修 M M M M M L H H

毕业论文 必修 M H M H L M L M

交叉学科

平台
跨专业课程

历史与哲学 必修 M H M L M M M L

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与

实践

必修 M M M L M M M L



十四、课程体系配置流程图

第一

学期

第二

学期

第三

学期

第四

学期

第五

学期

哲学思维方式训练

哲学写作及实训

社会发展与哲学实践

学年论文 I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现象学概论 近现代中国哲学专题研究 哲学学术活动实训

历史与哲学

西方哲学史（上） 中国哲学史（上）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 西方哲学史（下） 中国哲学史（下）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下）

东方哲学概论

中华民族共同体

理论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导读 古希腊哲学原著导读

中国伦理思想史欧洲近代哲学原著导读

西方美学史

中国美学史

经学原著导读

佛教哲学 社会真实

问题的哲学评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

法兰克福学派理论研究

康德哲学研究

现代西方哲学原著导读

艺术人类学

印度哲学

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跨文化哲学比较研究

宋明理学原著导读

现代西方哲学 逻辑学 中国现代哲学

宗教学美学伦理学政治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科学技术哲学

分析哲学导论



第六

学期

第七

学期

第八

学期

注释

图例

毕业实习 毕业论文

国外马克思主义原著导读 德国古典哲学原著导读

西方伦理思想史

先秦子学原著导读

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引论

东方艺术美学

学年论文 II

日韩哲学

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生态马克思主义

谢林哲学研究

后现代哲学研究

西方政治哲学史

审美与艺术鉴赏 道家哲学原著导读

谢林黑格尔艺术哲学比较研究 东西宗教文化比较研究

学科基础课程
西方哲学模块 中国哲学与东方哲学模块

开放学习模块

实践教学平台

交叉学科课程
专业主干课 专业方向课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

创新创业活动实训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哲学英文原著选读



十五、其他修读说明

1.专业方向课分为中国哲学与东方哲学模块、西方哲学模块、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开放学习

模块。四个模块中，学生至少修满 36学分。其中中国哲学与东方哲学模块至少修满 4学分，西方哲

学模块至少修满 4 学分，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至少修满 4学分。中国哲学与东方哲学模块、西方哲

学模块、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块中必须各选一门原著选读/导读课（可以包含在 4学分中）。其余课程

任选；

2.学生每学期至多可选修 9门专业方向课；

3.专业方向课每门课程选修人数需大于等于 5人方可开课；

4.专业方向课成绩构成统一为形成性评价占比 40%，期末成绩占比 60%；

5.专业方向课最终成绩 85分以上占比不得超过选修该门课程人数的 30%。


